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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科生创新行为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未来科技创新的水平，但目前有关本科生创
新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较少。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探讨了目标取向对本科生创新行

为的影响，分析了自我效能因素在目标取向影响本科生创新行为中的作用。通过对西安交通大

学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的１８５个项目参与学生的调查分析，得出实证研究结论：个体学习目标取
向对其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个体证明目标取向对其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个体

回避目标取向对其创新行为呈负向关系，但未达到显著水平；个体自我效能在个体目标取向与

创新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最后讨论了本研究的管理启示、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关键词：目标取向；自我效能；创新行为；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８８７４（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２５－０７

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Ｇｏ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ＳＩＪｉｎｇ１，ＭＡＬｉａｎｇ２

（１Ｄｅａｎ’ｓｏｆｆｉｃｅ，Ｘｉ’ａｎ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２Ｎａｎｙａｎｇ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Ｎａｎｙａ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６３９７９８，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ｆｅｗ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ｇｏ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
ｒｏｌｅｏｆ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ｉｎｇｏ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ｎｅｈｕｎｄｒｅｄａｎｄ
ｅｉｇｈｔｙｆｉｖｅｔｅａｍｍｅｍｂｅｒｓａ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１）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ｇｏ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ｐｒｏｖｉｎｇｇｏ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３）ａｖｏｉｄｉｎｇｇｏ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４）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ｐｌａｙｓａ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ｏｌ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ｏ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ｆｕｔｕｒｅａ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ｏ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

培养本科生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为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成为各高校人才培养所

追求的最高目标。现有研究多从科技创新活动的

组织模式、保障措施等方面探讨如何培养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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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然而创新能力培养并不等同于创新行

为激发，本文将借鉴组织行为学的理论，探讨个

体创新行为还受到哪些因素的激发。近年来，教

育心理学领域的目标取向 （Ｇｏ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理论
逐渐受到组织领域学者的关注，因为个体的目标

取向会对工作动机、工作态度产生不同影响，进

而影响到个体的创新行为［１］。除了目标取向因素，

本研究还将探讨自我效能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因素，因
为自我效能可决定个体思维、动机的模式，进而

影响个体对行为、活动的选择［２］。

本文将对目标取向、自我效能与本科生创新

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除了希望了解目

标取向与其创新行为的关系，同时还希望了解自

我效能在目标取向与本科生创新行为之间是否存

在中介效应。本文以下部分将作如下安排。我们

首先回顾已有研究文献，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其次，介绍本文使用的样本、测量工具和分析方

法。再次，报告本文的主要实证分析结果，并对

其实践意义进行讨论。最后，指出本文的研究不

足，并提出未来有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创新行为及影响因素

创新通常被认为是增强组织竞争力的来源，

许多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个人层面的创新。Ａｍａｂｉｌｅ
等 （１９８８）［３］认为个人创新可以看做个人在工作中
产生 的 新 颖 的 想 法、解 决 措 施 等。Ｚｈｏｕ等
（２００１）［４］认为个体创新不单指想法本身，还包括
创新构想的产生、推广与实施的方案。李宏利等

（２０１４）［５］认为创新行为是个体表现出新颖和有用
的想法及开发出新产品或改变产品流程的行为。

本文认为，本科生的创新行为是指本科生运用已

有知识进行创新思维，针对具体问题进行独立思

考并最终提出解决方法的过程。

个人创新是组织创新的基础，其创新行为的

影响因素一直是众多学者的关注热点。大量文献

表明，影响个人创新行为的因素涉及个体的创新

特质，如人格特征［６］、认知风格［７］等；而创新特

质往往通过安全感［８］、内部动机［９］、自我效能［１０］

等心理感觉、信念对个体的创新行为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个体的创新行为不仅受到创新特质的

影响，还会受到个体心理因素的影响。

（二）目标取向与创新行为

目标取向理论源于教育心理学领域，主要研

究影响学习者学习行为的动机过程。Ｐａｙｎｅ
（２００７）［１１］认为，目标取向比认知能力、人格特征
更能预测个体的行为绩效。目标取向 （Ｇｏ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概念最早来自于 Ｄｗｅｃｋ（１９８８）的研
究，该研究揭示了两种目标取向：学习目标取向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ｇｏ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致力于掌握新技能及发
展新 能 力；成 绩 目 标 取 向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ｇｏ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通过寻求肯定评价来展示自身能力。
Ｄｗｅｃｋ将两种目标取向视为一个连续体上的两级。
但 Ｂｕｔｔｏｎ（１９９６）［１２］及 ＶａｎｄｅＷａｌｌｅ（１９９７）［１３］等对
此观点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学习目标取向与成绩

目标取向不应只是目标取向的两端，他们分别开

发了目标取向量表，以实证研究结果指出学习目

标取向与成绩目标取向是两个独立的维度。本文

采取 Ｖａｎｄｅｗａｌｌｅ（１９９７）［１４］开发的学习目标取向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ｇｏ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证明目标取向 （Ｐｒｏｖｉｎｇ
ｇｏ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和回避目标取向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ｇｏ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三种目标取向模式。

具有学习目标取向的个体关注自身能力的发展，

相信努力会导致成功，把能力的提高、对任务的理

解和掌握作为成功的标准。具有学习目标取向的个

体对从事的工作有很强的主动性，对自身能力充满

信心，喜欢从事挑战性工作［１５］。由于他们不怕失

败、敢于挑战自我，将失败和困难看成是学习机会，

因而会积极提出新想法，从而表现出较多的创新行

为［１６］。为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ａ：个体学习目标取向对创新行为产生
正向影响。

具有证明目标取向的个体关注的是自己的表现

超越别人并且从中证明自己的能力［１７］。有关证明目

标取向的实证研究结果存在较多分歧。ＶａｎｄｅＷａｌｌｅ
（１９９７）［１８］认为，个人很可能在改善其技能水平的同
时争取好的绩效表现。另有研究表明，证明目标取

向的个体在遭遇挫折后会表现出消极行为，从而损

害其后期绩效表现［１９］。可见，证明目标取向对个体

创新行为的影响关系并不一致。本研究认为，还处

于学习阶段的学生更加注重学习技能的良好表现，

从而向别人证明自己的能力，具有证明目标取向的

个体乐于投入精力到能提升自我能力的活动中，从

而表现出一定的创新行为；但是，具有证明目标取

向的个体往往追求良好的表现，导致对挑战性的任

务往往缺乏兴趣，不愿把大量精力花在创新活动中。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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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具有证明目标取向的个体比具有学习目标取

向的个体对创新活动表现出较低的兴趣。为此本研

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ｂ：个体证明目标取向对创新行为产生
正向影响。

具有回避目标取向的个体不敢证明自己的能

力，尽量避免较差的工作表现和暴露自己能力的

不足以避免获得否定性评价［２０］。具有回避目标取

向的个体害怕接受挑战性工作，担心潜在的负面

结果而做出逃避型自我调控［２１］。他们对于旧的制

度及假设无心改变、对于新的想法也不敢执行，

认为改变会带来失败从而带来负面的评价，对于

失败往往产生焦虑、挫败感，因而表现出较少的

创新行为。为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ｃ：个体回避目标取向对创新行为产生
负向影响。

（三）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

自我效能感是人们对实现某个领域行为目标

所需能力的信心。人们对于成就的解读造成的影

响，大大超过成就本身，因而自我效能比过去绩

效更能预测未来的行为［２２］。Ｔｉｅｒｎｅｙ与Ｆａｒｍｅｒ［２３］的
研究结果表明自我效能与个体创新行为是显著正

相关关系，即个人的自我效能越高，越会表现出

创造性行为。Ｂｅｇｈｅｔｔｏ（２００６）［２４］研究发现，高自
我效能的学生对自己在多个领域的学术能力具有

更多的信心，这有助于创新性实践活动开展。因

此自我效能可以被看做影响创新行为的重要指标。

许多研究表明个人目标取向对自我效能有重

要影响。Ｂｅｌｌ等 （２００２）［２５］指出学习目标取向与自
我效能呈正向关系。Ｅｌｌｉｏｔ等 （２００３）［２６］提出证明
绩效取向与自我效能、工作绩效正相关。Ｐｈｉｌｉｐｓ等
（１９９７）［２７］认为，学习目标取向对自我效能有正向
影响，而成绩目标取向对自我效能有负向影响。

自我效能被很多研究者视为各类环境因素 （或个

体因素）与个体行为关系之间的中介变量，以解

释个体行为的激发［２８－２９］。Ｐｏｔｏｓｋｙ（２００２）［３０］的实
证研究表明自我效能在目标取向与绩效关系间起

中介作用。

以上研究表明，个人的目标取向将影响其自

我效能，并进一步通过自我效能影响其创新行为。

具有学习目标取向的个人具有强烈的动机提升其

能力，持有主动积极的学习态度，从而表现出较

高的自我效能，进而产生更多的创新行为。具有

证明目标取向的个人重视别人对自己绩效的评价，

他们不喜欢挑战性的任务，倾向于通过努力展示

自身能力，表现出一定的自我效能。具有回避目

标取向的个人着力于不暴露自己的不足，他们回

避挑战性的任务，由于害怕潜在的失败而拒绝参

加创新活动，表现出较低的自我效能，创新行为

很难体现出来。为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２ａ：个体学习目标取向对自我效能产生
正向影响。

假设２ｂ：个体证明目标取向对自我效能产生
正向影响。

假设２ｃ：个体回避目标取向对自我效能产生
负向影响。

假设２ｄ：个体自我效能在目标取向对创新行
为的影响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

本文随机抽取了西安交通大学２０１２年立项的
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的部分参与学生，并对其进

行网络问卷调查。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３月期间，研究
者对９０个科研训练团队的参与学生通过电子邮件
发放网络问卷，共发出３６０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１８５份，有效回收率为５１４％。

受调查人员的样本特征如下：性别，男性占

６９２％，女性占 ３０８％；年级，２００９级及以上
１６％，２０１０级４３８％，２０１１级５４１％，２０１２级
０５％。学校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学年本科学生人数统计显
示男性比例为６９４％，参与项目的本科生性别比
例与全校本科生性别比例基本一致；参与项目的

本科生主要来自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１级，符合该项目对
参与学生以大二、大三年级为主的要求。

（二）变量测量

为确保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尽可

能采用已被国内外学者广泛使用的成熟量表。问

卷采用李克特６点量表形式，１至６分别代表 “非

常不同意”到 “非常同意”。

个体目标取向的量表采用张文勤等 （２０１０）［３１］

修订的ＶａｎｄｅＷａｌｌｅ的量表，包括１０个题项，由学
习目标取向、表现目标取向及回避目标取向等三

个维度构成，其中学习目标取向４个题项，表现目
标取向４个题项，回避目标取向２个题项。

创新行为的测量采用Ｓｃｏｔｔ和Ｂｒｕｃｅ（１９９４）［３２］

编制的量表，包括６个题项。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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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的测量根据黄春燕 （２００９）［３３］翻译的
Ｈｉｌｌ的量表，选择预测效度最高的一个维度进行测
量，由３个题项构成。

个体创新行为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为此

我们控制了项目参与个体的人口统计特征，包括

性别和年级。性别以男性为参照组，男性编码为

０，女性编码为１。年级设为定序变量，２００９级及
以上、２０１０级、２０１１级、２０１２级及以下等依次取
值为４至１。

（三）问卷信度与效度检验

在效度检验方面，除个体目标取向进行探索

性因子分析 （ＥＦＡ）外，其他两个变量利用验证
性因子分析 （ＣＦＡ）来进行量表的结构效度检验。
因子分析首先进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和 ＫＭＯ检验，
对量表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并利用最大

方差法进行正交旋转。个体目标取向量表没有因

素载荷低于０５的因子，因此不需删除题项，旋转
后的因素载荷值见表１。三个变量的因素分析结果
见表２，各变量指标均达到理想水平。

表１　个体目标取向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个体目标取向 因子１ 因子２ 因子３

学习目

标取向

希望选择有更多学习

机会的挑战性任务
０８６２

常寻求发展新技能与

新知识的机会
０８６８

喜欢从事对能力有较

高要求的活动
０８５１

发展能力是重要的，

并愿为此承担风险
０７９６

证明目

标取向

我很在意能否表现得

比我的同学好
０７７８

努力弄清楚需要做什

么，从 而 证 明 我 的

能力

０５２６

同学知道我做得有多

好，我 会 觉 得 非 常

开心

０８０７

我喜欢从事可以向其

他人证明能力的活动
０８０６

回避目

标取向

尽量回避可能使我显

得能力不足的新任务
０９２１

害怕从事可能会暴露

自身不足的任务
０９００

表２　各变量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因素 ＫＭＯ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值
解释的

方差（％）
累计解释的

方差（％）

个体目标取向 ０８２９ ９４２００２ ７４０２０ ７４０２０

创新行为 ０８４３ ５９９８６３ ６３１９０ ６３１９０

自我效能 ０７２５ ２８０４３１ ７９４０７ ７９４０７

　　在信度检验方面，本研究使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
系数来衡量问卷测量所得结果的内部一致性程度。

一般来说，ａ值在０７－０９８之间则可以被判定为
高信度值。经检验，个体目标取向、创新行为和

自我效能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系数分别为０８３６，
０８８２，０８７０，数值均大于０８，表明问卷数据具
有很高的可信度。

四、研究结果

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本文的假设进行检

验。以自我效能及创新行为作为因变量，首先放

入个体性别与年级作为控制变量，其次再放入三

维度个体目标取向变量，以验证学习目标取向、

证明目标取向、回避目标取向对自我效能及创新

行为的影响效果；最后在以创新行为为因变量的

模型中加入自我效能，以验证其中介效果。

（一）相关分析

我们首先对问卷进行相关分析，初步判断变

量间的相关关系。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

数见表３。学习目标取向、证明目标取向与创新行
为均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回避目标取向与
创新行为正相关但不显著；学习目标取向、证明

目标取向与自我效能均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回避目标取向与自我效能正相关但不显著。值得

注意的是，证明目标取向与创新行为、自我效能

的相关系数明显小于学习目标取向同二者的相关

系数。

（二）直接效应分析

以创新行为作为因变量的分析结果见表４中的
模型３－６。模型４显示，研究在控制了个体性别
及年级的回归效应后，个体目标取向对创新行为

具有显著的增量效应 （ΔＲ２＝０３８９，ｐ＜００１）。
学习目标取向与创新行为呈现显著正相关 （β＝
０４９８，ｐ＜００１）；证明目标取向与创新行为呈现
显著正相关 （β＝０１８４，ｐ＜００５）；回避目标取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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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与创新行为呈现负相关，但未达到显著水平

（β＝－００３１，ｐ＞００５）。此结果支持假设 １ａ与
１ｂ，假设１ｃ未获验证。

表３　个体目标取向、自我效能与创新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１ 学习目标取向 ４８６２ ０７７４ １０００

２ 证明目标取向 ４５５５ ０８２４ ０５３２ １０００

３ 回避目标取向 ３５９０ １０５８ ０００９ ０３３２ １０００

４ 自我效能 ４３３０ ０８４３ ０４０４ ０３６６ ０１１６ １０００

５ 创新行为 ４４０３ ０７７１ ０６０５ ０４５１ ００２９ ０６６０

　　　　　注：表中为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双尾检验，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表４　目标取向与创新行为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自我效能 创新行为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控制变量

性别 （女＝１）
－００７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６

（０１３５）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３）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３） （００８３）

年级
－００７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０１１５）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５）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０） （００７０）

个体目标取向

学习目标取向

证明目标取向

回避目标取向

自我效能

Ｒ２

ΔＲ２

０３０７ ０５０１ ０３５１

（００８８）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１）

０１７９ ０１９７ ０１０９

（００８８） （００７０） （００５９）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６４

（００５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９）

０６６２ ０４８７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１０ ０２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３９１ ０４３６ ０５８１

００１０ ０１９０ ０００２ ０３８９ ０４３４ ０１９０

　　　　　注：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２模型２的ΔＲ２是以模型１为基础比较的；
３模型４、５的ΔＲ２是以模型３为基础比较的；

４模型６的ΔＲ２是以模型４为基础比较的。

（三）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Ｂａｒｏｎ与 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３４］的研究，若自
我效能的中介效果成立必须满足以下三项条件：

第一，自变量与中介变量分别影响因变量；第二，

自变量影响中介变量；第三，自变量对因变量的

影响会因为回归模型放入中介变量而变小。

如前分析，以学习目标取向、证明目标取向

对创新行为都具有显著影响，又由表４中的模型５

可知，自我效能与创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β
＝０６０５，ｐ＜００１），因此符合第一项条件。
其次，以自我效能作为因变量的分析结果见

表４中的模型１－２。模型２显示，研究在控制了
个体性别及年级的回归效应后，个体目标取向对

自我效能具有显著的增量效应 （ΔＲ２＝０１９０，ｐ＜
００１）。学习目标取向与自我效能呈现显著正相关
（β＝０３３５，ｐ＜００１）；证明目标取向与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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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显著正相关 （β＝０１８４，ｐ＜００５）；回避目
标取向与自我效能呈现正相关 （β＝００３４，ｐ＞
００５），但未达到显著水平。此结果支持假设 ２ａ
与２ｂ，假设２ｃ未获验证。表４中模型６显示，在
放入自我效能后，学习目标取向的回归系数由模

型 ４中的 ０４９８（ｐ＜００１）降为 ０３５０（ｐ＜
００１），证明目标取向的回归系数由 ０１８４（ｐ＜
００５）降为０１０２（ｐ＞００５），因此假设２ｄ获得
支持。

五、研究结论

（一）结果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学习目标取向、证明目标取向

及回避目标取向对个体的创新行为产生不同的影

响。个体的学习目标取向、证明目标取向对于其

创新行为有正向影响，此结果与过去相关研究结

论是一致的［３５－３６］。但研究发现回避目标取向对创

新行为的影响不显著，此结果并不支持 Ｂｕｔｔｏｎ
（１９９６）［３７］研究所发现之负向关系。究其原因，高
校本科生团队完成创新项目任务时不同于实验室

任务模拟情景之处在于，虽然高回避目标取向的

个体往往害怕失败而拒绝接受挑战，避免在公众

前暴露不足，但由于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倡导的

自由宽松的创新氛围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部分个

体的防卫性行为，因此回避目标取向对于创新行

为造成的影响就可能不全然是负的。

研究结果同时发现学习目标取向、证明目标

取向与自我效能的正向关系，此结果与 Ｂｅｌｌ
（２００２）［３８］及 Ｅｌｌｉｏｔ（２００３）［３９］等学者研究结果一
致。对于学习目标取向的个体，认为自身能力可

以通过学习而增加，将失败视为学习的机会，相

信采取更积极的学习态度即有可能获得成功，表

现为较高的自我效能认知；对于证明目标取向的

个体，倾向于通过技能提升获得较好的绩效表现，

表现出一定的自我效能认知。研究结果亦显示，

自我效能与个体创新行为呈正向关系，此研究结

果与Ｂａｎｄｕｒａ（１９８２）［４０］提出的自我效能能预测未
来行为的观点相符。但研究发现回避目标取向对

自我效能的影响不显著，此结果并不支持 Ｐｈｉｌｉｐｓ
（１９９７）［４１］研究所发现之负向关系。究其原因，本
科生科研训练对学生完整科研过程体验的要求更

甚于对创新成果的片面追求，其允许失败的氛围

大大降低了回避目标取向的个体对于挑战性任务

的逃避，鼓励他们以更积极的策略面对失败，也

因此回避目标取向对于自我效能的影响并不显著。

（二）管理启示

本研究结果表明，影响本科生创新行为的因

素主要是目标取向，而自我效能在其中发挥至关

重要的中介作用。本研究表明，高校应在本科生

的目标取向和自我效能方面加强管理，为本科生

创新营造更好的氛围，具体来说，本研究提示如

下两点管理举措。

１目标取向特点可以为科研训练团队成员的
招聘与遴选提供参考。由于学习目标取向对本科

生创新行为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这对科研基础

薄弱、专业知识欠缺的本科生来说，具备接受挑

战并不畏艰难的学习取向特质是非常重要的。由

于证明目标取向对本科生创新行为具有一定的正

向影响，这对面临考研、出国、就业压力的本科

生来说，具备证明自身价值的证明取向特质也是

比较重要的。因此，项目负责人在组建科研训练

团队时，首先要重点关注学习取向特质的学生，

多吸纳这类型的人才以提升团队的整体学习水平，

其次再考虑证明取向特质的学生，从而为提升团

队创新水平提供条件。

２将学生自我效能的培养贯穿于教学与实践
的各个环节。本研究结果表明，学习目标取向及

证明目标取向通过自我效能的提升进而影响本科

生创新行为。自我效能是本科生创新行为中的一

个重要激励因子，能够在学生遭遇挑战时提供强

大内部动力，激发学生完成创新行为。学校在日

常教学活动中，应当通过建立难度适中且具有挑

战性的目标、增进榜样的替代性经验、创造和谐

的教学环境、降低学生的创意焦虑等一系列举措

来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教师在科研训练项目指

导中，应该为学生提供各种创新的条件和机会，

设置不同挑战程度的任务，使学生根据兴趣自主

选择题目；制定基于项目进度和实施效果的社会

性奖赏，所谓的奖赏不是物质的奖励，而是口头

的肯定和赞美，有助于学生自我效能的提升，进

而追求更好的创意表现。

（三）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对目标取向、自我效能与本科生创新

行为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但由于研究设计上

的局限，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

首先，尽管所选样本涉及多种类型的个体，

但数据取自一个样本，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还有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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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检验，而对目标取向、自我效能及本科生创新

行为的测量采用的是主观评价指标，同源误差问

题在所难免。其次，问卷调查收集的是截面数据，

由于自我效能是个体长时间形成的感受，未来若

能采取纵向研究设计，其结果将更有说服力。

其次，个体创新行为在组织创新绩效中发挥

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主要研究了自我效能

这个变量影响本科生创新行为的中介机制，未来

研究可以继续深入探讨内部动机、心理安全等其

他影响个体创新行为的心理机制，并且个体创新

行为产生的条件以及中间机制也将成为今后研究

工作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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